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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结构变化对执政党权力基础的影响 

严振书 

(总参炮兵训练基地政教室，河北宣化，075100) 

摘要：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政党的核心作用在于作为“桥梁和纽带”来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 

执政党之所以能够代表民众执掌公共权力，其基础在于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因此，执政党要想长期执政， 

自然要随着民众构成状况的变化而不断调适自己。现阶段，执政党需要正确认识中产阶层的作用，培育和促进中 

产阶层发展壮大，在促进阶层间关系和谐方面付出切实的努力，以巩固和拓展自己的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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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渐次加快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政治 

体制的建设和政治体制的核心——执政党的建设问 

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它就像一个总的 

“开瓶器” ， 每当中国改革处于关键时刻都需要执政党 

自身改革的“首先启动” 。因此，本文将首先从理论上 

剖析执政党的权力基础来自民众继而对中国现阶段民 

众构成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 

执政党应如何“因势利导”地促进中产阶层的发展以 

及阶层间的和谐，进而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进 

行了阐述。 

一、执政党的权力基础 

政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有它自己产 

生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于民主政治产生了对政 

党的需求。所谓民主政治，本质上讲就是民众和公共 

权力之间的互动 [1](237) 。民主政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公共权力来自于民，另一方面是公共权力施 

之于民。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 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时对此做过经典的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 

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 

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 [2] 。来自于民，又施之于民， 

它就形成一个椭圆的微循环系统，见图 1。 

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政党起什么作用呢？事 

图 1  民主政治：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 

实上，人们一开始在设计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没有政 

党，似乎民众把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交出来形成公共权 

力，公共权力再反过来直接管理社会、管理民众就可 

以了。可是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发现直接民主有一个 

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在人多了的情况下，缺乏可操作 

性，民主政治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为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就发明了代议制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就是民 

众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然后由自己的代表或者直接 

掌握公共权力，或者由代表再选出代表来掌握公共权 

力。总而言之，代表在中间起一种联系的作用，联系 

着民众和公共权力。这样一种方式就使得政治在运作 

过程中需要对人们进行组织。那么，怎么组织？由谁 

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逐渐出现了政党，由政党 

来组织民众、代表民众来行使公共权力。所以，代议 

制民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最后演变成了政党政治。于 

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就通过政党来联系。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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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把民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政 

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其基本关系见图 2。 

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 

力之间，其作用是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同时，民众 

和公共权力反过来也对政党形成强大的引力，见图 3。 

图 2  政党、民众、公共权力之间的联系 

图 3  民众和公共权力对政党的吸引力 

首先，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其原因 

在于公共权力能够放大人的功能、放大人的能力。例 

如，一个手里没有权力的普通人，要想盖一栋房子， 

那么从审批、筹资、设计、购买原料、请人建筑、内 

外装修等等，都只能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来进行谋划和 

组织。但是，如果这时换作一位掌权的官员，那这位 

官员要做的主要是对“方案的合理性” 进行宏观考量， 

其他的事情会有具体的职能部门来完成，一栋房子甚 

至是一幢较大的建筑，都会较快完成。所以权力起着 

一种放大个人作用的功能，这也是人们追逐权力的一 

个根本原因。公共权力既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就吸 

引着政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公共权力。所以，公共 

权力对于政党而言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同时，这种吸引力还受到另外一种力的制衡，那 

就是民众对于政党也有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很简单， 

政党得首先代表民众，有民众支持，才有可能获得权 

力；没有民众支持，那政党就没有影响力，就不可能 

获得公共权力。即使获得了，也最终会失去。这一点， 

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 

所以，就执政党的权力基础而言，世界上政党执 

政所通行的规则是：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为 

什么我们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 

旨， 为什么我们党要把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定位于 “密 

切联系群众” ， 为什么我们党要把我们执政后最大的危 

险定位于“脱离群众” ，原因很简单，只有“密切联系 

群众” ，才能“过去、现在、未来”都拥有政权；而“脱 

离群众” ，则会失去“未来执政”的可能性。习近平同 

志在总结建国 60周年， 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时指出：60 
年的实践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血脉在人民， 

党的力量在人民，党的成败也在人民。中国共产党作 

为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 

如果党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从根本上失 

去先进性，以致最终失去执政资格 [3] 。 

二、阶层结构变化对执政党权力基础 

的影响 

民众是执政党的权力基础， 执政党要想长期执政， 

当然要随着民众构成状况的变化而不断“调适”自己。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的构成状况是怎样变 

动的呢？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主要有三个阶层：干部、工 

人和农民；另一种说法是“两大阶级一个阶层” ，两大 

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主要指知 

识分子阶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体制由 

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 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对利益的追逐是市场经济的天性，而追逐利益的 

人——本事有大有小，能力有强有弱；同时，还涉及 

出身问题、机遇问题、社会资源问题等等。由于这些 

方面的差异和不同，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 

层。针对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依据人们在收入、教育、 

权力、职业四个维度的不同，我们尝试性地将现阶段 

我国社会划分为八个大的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 

者阶层，企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 

人员阶层，自雇人员阶层，城镇体力劳动者阶层，农 

业劳动者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4]。 

在这里，各阶层的具体状况不是本文要分析的重点， 

我们在这里想重点强调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 

的一个总的趋向，那就是正在向“两头小、中间大” 

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发展。 “两头” 指的是上层和下 

层，上层指国家、社会与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少部分高 

级知识分子； 下层指的是大部分自雇人员(这部分以后 

会整体性的升到中层)、体力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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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 “中间”指的是社会的中产 

阶层，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 

自雇人员阶层的一部分，这部分人会成为未来社会的 

主体。一般认为，中产阶层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 

达到 60%以上，可认为该社会的阶层结构到达现代化 

水平。

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指的是未来的趋 

向，而不是现在，现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 

产阶层。目前，学界、政界对我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 

的比重有很大的分歧， 悲观与乐观的幅度在 15%~30% 
之间。2011年，陆学艺曾撰文指出中国中产阶层比重 

已达 25%，并大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该观点受到 

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一定的认同。我们也基本赞同这种 

观点，但是认为中产阶层现在每年增加的比重可能比 
1%要低一些，而且未来的发展趋向确实存在一定变 

数。 

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但是中产阶层的逐步扩大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也 

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对执政党形 

成的最大挑战就是政党如何发展自己以与未来社会阶 

层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如果执政党还局限于传统意义 

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那么，在体力劳 

动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其权力基础会越来越弱。同 

时，作为执政党，其权力基础是获得多数人的拥护。 

既然中产阶层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社会的大多 

数，那么执政党就需要未雨绸缪，现在就应该开始考 

虑：① 如何更好地培育中产阶层，促进和引导中产阶 

层的发展； ②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他们中间的先进分 

子囊括进党的组织并使他们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③ 党 

怎样代表和反映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诉求。 

提请注意的是，① 中产阶层的利益、愿望、诉求 

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社会发展的大势，并会在未来 

起一种主导型的作用；② 它和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 

级、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诉求有很大不同；③ 执 

政党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和中产阶层以及社会底层民众 

结合来限制、规范“权贵阶层”的行为，这是全世界 

所有运行良好的执政党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三、巩固我国执政党权力基础的 

几点认识 

就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在阶层结构方面有三个 

问题应特别引起执政党的关注： 

一是正确认识中产阶层的作用。 

之所以首先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先发展国家的经 

验证明：社会中产阶层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他们是 

维护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和谐发展 

的“稳定器” 。中产阶层的“稳定器”功能，不仅仅是 

因为他们“恒产者有恒心” ，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能够 

较为客观、理性、辩证地分析和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和 

问题，从而对社会发展起到一种建设性作用。正因为 

看到中产阶层的这种社会稳定器功能，有人在分析中 

国中产阶层壮大的作用时，就曾这样说：从近期看， 

它有固本培元，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从 

长远看，它有建设和完善与现代化相匹配的社会阶层 

结构，开万世之太平的路径取向 [5] 。 

可以说，中产阶层的这种“稳定器”功能，对于 

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多发的中国社会而言，对于将 

稳定视为“硬道理”的执政党而言，对于想长期执政 

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的作用和重大意义再怎么说 

也不为过。 

二是培育和促进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 

既然中产阶层的发展和壮大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和作用，那么作为执政党如何促进中产阶层的发展 

呢？我们认为，执政党至少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 

努力：① 调整产业结构。显著减少第一产业比重，第 

二产业稳中有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② 理清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的边界。必须将国企限制在具有国家战 

略意义的关键领域，而将那些不具有战略意义或战略 

意义不明显的领域让渡给民营企业，促进民营企业， 

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 “国企的边界非常重要， 

没有边界， 国企就会到处扩张。 因为国企的特殊地位， 

没有其他企业能够与之竞争。这些年央企毫无边界的 

大扩张给人一种‘普天之下，莫非央土’的感觉，这 

就出现了无穷的问题。所以用法律或其他手段为央企 

行为设限总是必要的。 ” [6](55) 实践证明，第二、三产业 

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会为中产阶层的扩大提供坚实的物 

质基础；③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机制的形成 

和有效运作是中产阶层发育的社会内在机理。当前，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厘清政府、市 

场、社会之间的边界。可以说，中国目前在发展中存 

在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政府之手“肆无忌惮”地伸入 

到微观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市场规则在政治、社会 

领域大行其道，而社会领域建设却相对滞后和弱小， 

无力抵抗权力、资本的侵入 [7] 。其次，大力加强法治 

建设。主要解决三个层面问题：完善法律法规，解决 

“有无”问题；建立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机”联系， 

解决“相互配合”问题；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解 

决“权威性” 问题。 ④ 大力推进社会改革。经验证明： 

市场机制有利于产生中产阶层，但却不能有效保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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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层；保护中产阶层的任务，主要应通过社会改革 

来实现。当前，中国要想建立有效的中产阶层“社会 

保护机制” ， 亟需加强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教育、 医疗、 

住房、养老、税收等领域的改革。 

三是促进阶层间关系的和谐。 

从宏观上讲，阶层间的关系表现为三种形式：上 

层与中层关系、上层与下层关系和中层与下层关系。 

目前，中国阶层间的不和谐主要是上层与下层关系的 

不和谐，具体体现为“资强劳弱” “官强民弱”“上强 

下弱”的阶层关系格局。阶层间关系的不和谐，是影 

响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执政党在促进阶层间关 

系和谐方面应① 充分发挥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功能， 把 

握和促成阶层关系正向发展。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安 

排和政策选择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从多方面去协调阶 

层利益关系，保证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并且保持阶层结构稳定而有活力、持续而不紊乱。 

② 强化权力调控和观念整合， 协调利益关系， 打破 “三 

强三弱”阶层关系格局。当前中国许多社会矛盾和社 

会问题，已经明显地集中到与人民群众基本民生问题 

密切相关的层面和环节上，因此，强化权力调控和观 

念整合，统筹协调阶层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成为当前深化协调阶层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重点。 

③ 形成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机制。 社会流动不仅是社 

会转型的重要社会标志，而且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 

机制。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可以形成一种新陈代谢的 

社会机制，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可以形成一种 

拾遗补阙的社会机制，从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 

以形成一种促优汰劣的社会机制，从而促进和推动社 

会的运行和发展，增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8](273−274)  。 

总之，一个社会中，和谐的阶层关系是一种正向发展 

的阶层关系，是一种利益协调的阶层关系，是一种合 

理有序流动的阶层关系，是一种使上层永不满足，中 

层永不松懈，下层永不绝望的阶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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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structure changes affecting the ruling party's power base 

YAN Zhenshu 

(ATBG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Xuanhua 0751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has  produced  a  demand  for  political  parties.  The  central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s  to connect people and the public authority as a bridge and link. The ruling party has been able  to 
represent the people in charge of public power, which is based on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Therefore, it is 
vital for the ruling party to keep the power for a long, natural change according to fact that the public constitutes a status 
change.  At  this  stage,  the  ruling  party  need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  to  nur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make  earnes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harmon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its popular support. 
Key Words: class structure; the ruling party; power base;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middle class; masses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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